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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化是人类文明的表达，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之一。
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是我国政府实行的全局性战略举措，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
　　环境监察信息化建设非常重要，它是各级环境监察单位硬实力和软实力即综合能力的表征，也是
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应该抓紧、抓好、抓实。
通过环境监察信息化建设，一方面可以达到提升环境监察工作效能，降低监察执法成本等基础管理目
标；另一方面可以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规范环境监察执法工作，促进环境监察管理业务流程的
规范化、合理化和现代化，推动环境监察行政管理的不断创新。
　　本书作者是一位年轻人，十年来，他将扎实的信息化基础知识运用到我国环境监察信息化的建设
与发展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他根据多年亲身实践，对我国环境监察信息化建设走过的历程进行了回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环境监
察信息化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技术路线、应用技术、操作规程、操作方法、典型案例等理论、方
法，以及应用方面的知识。
同时，从作者自身角度出发，展望了环境监察信息化建设各方面的发展趋势，提出建立公众监督环境
制度、社会化的环境监理制度、实现企业自律的环境总监制度等。
尽管这些建议还不成熟，但是，能够站在信息化建设和一个行业管理的高度，提出环境监察的改革和
发展问题，是值得肯定的。
应该说，在现阶段，本书对于各级环境监察机构的信息化建设具有实实在在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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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监察信息化》是作者10年来参与环境监察信息化建设的体会加以整理而成，旨在提升各级
环境监察干部的能力。
全书体系较为完整，围绕环境监察信息化建设工作，从理论、政策、技术、方法，实践等多个层面详
细介绍。
环境监察信息系统建设中包括环境监察GIS平台、现场执法信息管理系统，行政处罚信息管理系统等
应用系统，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环境监察信息化》结构合理，条理清晰，语言通俗易懂，可作为大专院校环境管理、环境监察、环
境应急、信息管理、计算机科学相关专业的参考教材：也可以作为全国环境监察人员持证上岗培训、
考试的参考教材：或作为从事环境管理工作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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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还可以从信息的形态、构成对信息加以理解。
如从信息的形态看，现代信息通常存在五种基本形态：数据、文本、声音、图像和视频，而且这些形
态可以互相转换，例如照片被传送到计算机，就把图像转化成了数字。
而从构成上看，信息主要由信息源、内容、载体、传输、接收者五个部分构成，即信息接收者通过载
体接收信息源，这其实也是对信息过程的充分描述。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信息的特征对信息加以理解。
关于信息的特征，人们普遍从以下八个方面加以认识。
　　①客观性。
信息是事物变化过程和存在状态的客观反映，它和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一样，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的特性。
　　②价值性。
信息是一种资源，是和材料、能源并举的三大资源之一。
信息的价值性表现为信息的效用性，即能够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
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信息资源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信息文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发展的显著标志。
　　③依赖性。
信息必须以文字、图像等工具或某种物质作为载体，才能够得以表现和存在，并被人感知，体现出信
息的价值，否则就不成为信息。
　　④时效性。
信息有自己特定的生命周期，信息的使用价值往往与其所提供的时间成反比，时间的延误，会使信息
的使用价值衰减甚至完全消失。
　　⑤有偿共享性。
相对于物质的独占消费特征而言，信息具有可分享性和共用性，这也是信息交流与物质交流的本质区
别。
当然，信息也是有价的，对信息的使用需要支付成本。
　　⑥传递性。
信息可以通过传输渠道进行传递，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使信息传
递和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更为便捷。
　　⑦可存储性。
这是由信息的客观性和信息与载体的不可分割性派生出来的基本特性。
正是借助这一基本特性，人类文明得以继承和发扬，人类智慧财富得以延续和传承。
　　⑧累积性、延续性和继承性。
人类知识宝库的不断丰富和扩充过程，就是信息经过系统化、抽象化和规律化而形成知识的长期积累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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